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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强力推进省级区域诊疗中心建设

清肺排毒颗粒在加拿大获批非处方药上市
本报综合消息 近日，从国

家中医药管理局传来消息，清
肺 排 毒 颗 粒 作 为 非 处 方 药 已
正式在加拿大获批，成为我国
首 个 进 入 发 达 国 家 市 场 的 抗
疫中药，是中医药走向世界迈
出的重要一步。

清肺排毒颗粒是由我国抗
疫“三方”之一清肺排毒汤转
化 而 来 。 加 拿 大 卫 生 部 在 我
国 已 批 准 的 所 有 适 应 证 基 础
上，根据相关研究成果，增加
批准了“用于流行性感冒上述
症状者”的新适应证，扩大了

清 肺 排 毒 颗 粒 现 有 适 应 证 范
围。目前，清肺排毒颗粒已经
完成品种注册、生产认证、贸
易 销 售 许 可 的 全 链 条 审 批 流
程，具备了合法进入加拿大药
品市场销售的资质。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临床
基 础 医 学 研 究 所 所 长 王 燕 平
表示，此次清肺排毒颗粒在海
外上市，我国采取了独立自主
的国际持证新模式，这在历史
上尚属首次。

清肺排毒汤是中国中医科
学 院 特 聘 研 究 员 葛 又 文 针 对

新冠病毒感染的核心病机，由
汉代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
的 4 个经典名方精心化裁而来
的创新方剂。

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
司司长李昱介绍，该方是抗疫
3 年来使用面最广、使用量最
大、使用效果最好、科研成果
最多的中药方剂，也是第六版
至 第 十 版 国 家 新 冠 诊 疗 方 案
中推荐使用的唯一通用方剂，
可 以 显 著 改 善 新 冠 患 者 临 床
症状、缩短核酸转阴时间和病
程、降低转重率和病亡率。

2021 年 3 月 2 日，国家药品
监 督 管 理 局 通 过 特 别 审 批 程
序，在标准不降低、程序不减
少的前提下，基于充分的临床
证据，经过严格的现场核查，
应 急 批 准 清 肺 排 毒 颗 粒 上
市。随后，中国中医科学院中
医 临 床 基 础 医 学 研 究 所 委 托
漳 州 片 仔 癀 药 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生产清肺排毒颗粒，目前产
品已经上市销售。自 2023 年 4
月 1 日起，清肺排毒颗粒按照
新 的 支 付 标 准 纳 入 国 家 医 保
药品目录。

本报讯 （记者刘 旸）在 3
月 31 日召开的 2023 年全省中
医工作会议上，焦作市卫生健
康委就焦作市坚持以省级区
域诊疗中心建设为引领，紧盯

“区域一流、省内知名”建设目
标，推动全市中医药事业实现
高质量发展的具体举措等进
行了交流。

近年来，焦作市抢抓机遇，
精心打造中医专科品牌。焦作
市委、市政府将中医药事业发
展列入政府工作目标，全力建

设 区 域 医 疗 高 地 ，累 计 投 入
2019 万元，精心打造优势专科；
连续 3 年将省级区域诊疗中心
建设纳入“全市卫生健康系统
十大重点工作项目”，实行“月
通报、季讲评、半年观摩、年度
考核”工作模式；成立“焦作市
省级区域诊疗中心建设领导小
组”，科学制定建设方案，认真
查找短板弱项，加大督导力度，
确保项目高质量建设。

全 市 通 过 省 级 区 域 诊 疗
中心建设，初步形成了高水平

的中医脑病和康复就诊网络，
提升区域医疗服务水平。现
阶段，焦作市已实现牵头医院
与协作医院专科建设深度融
合，签订对口帮扶协议，选派
36 名市级医院专家常态化开
展驻点帮扶和巡诊帮扶；省级
区域诊疗中心病区数量由原
来的 5 个发展到现在的 10 个，
设备种类数量增加 153 种、增
长 93.9% ，床 位 数 量 增 加 326
张、增长 118%，康复中心床位
规模位居全省前列；区域诊疗

中心专业分化数增加到 7 个、
增 长 249% ，医 疗 团 队 人 数 增
长 115.7% ，相 关 医 院 门 诊、出
院患者人数较往年同期分别
增 长 69.7% 、41.5% ，医 疗 服 务
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同时，焦作市通过示范带
动，推动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全市充分发挥重点专科、名中
医等引领作用，锻造中医药发
展新引擎；坚持“项目为王”，
加快推进焦作市中医院中医
优势专科综合楼项目 建 设 进

度；开展名中医评选活动，选
树 12 名医德高尚、医术精湛、
行 业 认 可 、群 众 信 赖 的 中 医
名医，成立“焦作市名医堂”，
选拔优秀青年医师作为学术
继 承 人 跟 师 坐 诊 ，认 真 钻 研
专 家 名 医 学 术 思 想 ；开 展 基
层 中 医 药 适 宜 技 术 推 广 活
动，积极开展“西学中”、对口
支援等工作，创建 42 家（全市
占 比 35.6%）“ 河 南 省 示 范 中
医馆”，提升了基层中医药服
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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郏县中医院

智慧医废管理系统上线
本报讯 4 月 3 日 16 时许，

在 郏 县 中 医 院 医 学 检 验 科 ，
该 科 化 验 员 、当 班 医 疗 废 物
（以下简称医废）处理专职工
作 人 员 姚 秋 芳 ，把 科 室 各 岗
位当天产生的感染性废物和
损伤性废物分别装进两个塑
料袋和一个塑料桶内，在每个
袋（桶）上各张贴一个二维码，
用扫码仪扫码后，在本科室新
安装的医废录入终端系统上，
立刻生成了两个感染性废物
编 码 和 一 个 损 伤 性 废 物 编
码。姚秋芳点击“确认提交”
后，把医废交给在门口等待的
医废专职收集员徐国生。

徐国生利用智能医废转
运 车 上 配 置 的 称 重 系 统 ，分
别把 2 袋和 1 桶医废称重，并
用车上配备的扫描仪对每个
医废袋（桶）上张贴的二维码
进 行 扫 描 ，称 重 车 配 置 的 显
示 屏 上 立 即 出 现 了 收 集 时
间、收集员，以及每袋废物的
编码和重量等信息。徐国生
点击“收集结束”按钮后，便
和同伴一起推着智能医废转
运 车 到 其 他 科 室 收 集 医 废 。
每 天 下 午 ，他 都 要 推 着 医 废
转运车走遍郏县中医院 39 个
科 室 收 集 医 废 ，然 后 集 中 到
医 院 的 医 废 暂 存 库 房 ，再 由
第 三 方 医 废 处 置 公 司 运 走 ，
进行无害化处理。

当天 16 时 30 分许，在郏

县 中 医 院 总 务 科 一 台 电 脑
上，工作人员张国彪正在“郏
县 中 医 院 医 废 可 视 化 平 台 ”
上 监 控 当 天 的 医 废 收 集 情
况 。 收 集 情 况 在 这 里 能 看
到 ，上 级 监 管 平 台 也 可 以 看
到 。 如 果 出 现 不 合 规 的 地
方，系统会自动报警。

为了切实做好医废规范
化 处 理 工 作 ，郏 县 中 医 院 投
入 40 多 万 元 引 进 了 智 慧 医
废 管 理 系 统 ，并 对 相 关 人 员
进 行 操 作 培 训 ，于 3 月 30 日
正式上线运行。

郏县中医院打造的智慧
医废管理新模式，是通过“物
联网+云端技术”，把医废在
医院内的分类收集、转运、入
库 、出 库 等 各 环 节 的 信 息 数
据 传 入 系 统 后 台 ，实 现 了 对
医废收集、转运、暂存等全过
程的安全透明和可追溯监督
管 理 ，这 样 不 仅 可 以 防 止 医
废的流失、泄露、扩散等意外
事故，还可以降低感染风险。

郏县中医院党委副书记、
副 院 长 李 培 强 说 ，相 比 以 往
的 手 工 操 作 和 记 录 ，该 系 统
实现了医废收集处置的规范
化、透明化、自动化和标准化
管 理 ，同 时 还 节 约 了 大 量 的
人力资源，提高了工作效率，
使医废迈入了智能化管理新
时代。

（杜如红 宁建鹏 贾春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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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张 琦 通讯员梁 楠 魏佳
琳）4 月 2 日，全国名中医赵文霞收徒仪式在郑
州举行。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以下
简称河南中医一附院）党委书记翟剑波等参加
仪式。仪式还特别邀请了国医大师张磊、丁樱，
全国名中医郑玉玲、崔公让、庞国明，河南中医
药大学原校长许二平，岐黄学者王新志等名医
名家。

“河南中医一附院高度重视中医药学术传
承发展，自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
开展以来，先后通过师承教育的方式培养众多
名医名家，为杏林开枝散叶。希望弟子们充分
把握此次拜师机会，秉持学者持之以恒、学而不
厌的勤学精神，深入钻研中医药理论，认真领会
并发扬赵文霞教授的学术思想……”翟剑波说。

随后，来自省内外的 16 位优秀中医人才在
拜师仪式上，经过呈拜师贴、敬拜师茶、献拜师
礼等环节后，正式成为赵文霞的师承弟子。

“ 幸 遇 良 师 ，作 为 弟 子 ，我 一 定 会 牢 记 嘱
托，勤求古训，继承和发扬老师的学术思想和
高尚医德，为河南中医药事业的振兴发展做出
应有的贡献。”河南中医一附院国家区域中医
（肝病）诊疗中心主任、中原名医刘光伟代表拜
师弟子发言。

在收徒仪式上，赵文霞对师承弟子进行训
勉，对众弟子提出四点要求：一是遵纪守法、严
于律己，做一个仁德仁术的好大夫；二是勤学
古训、博采众长，做一个学而不厌的好学生；三
是学贯古今、融会新知，做一个守正创新的中
医人；四是勤于实践、提高疗效，做一个医技高
超的好医生。

14 时 30 分，该院进行了赵文霞学术经验特
邀讲座及座谈会。赵文霞分享了学术经验，师承弟子及其他
与会人员围绕讲座内容进行了交流。

赵文霞是该院脾胃肝胆病科主任医师，从医从教 40 年，
在中医药治疗肝胆脾胃病方面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形成
了独特鲜明的学术思想。此次收徒仪式，将进一步推动中医
药传承发展，为社会培养更多的中医药骨干人才。

南召县卫生健康委

本报讯 （记者常俊伟 通讯员
胡淑娟）3 月 31 日，新乡市凤泉区卫
生健康委组织大块镇卫生院在新乡
市第三十八中学开展了“中医药文
化进校园”活动，弘扬中医药文化。

在活动现场，凤泉区大块镇卫
生 院 内 科 医 师 秦 安 允 利 用 多 媒 体
形 式 向 同 学 们 介 绍 了 中 医 药 文 化
的起源与发展，并列举相关药物在

疫情防控救治中的应用，让同学们
深入“了解中医、感受中医、学习中
医、认同中医”，激发同学们对中医
药文化的学习兴趣。同时，秦安允
还教同学们认识一些儿童常见病，
告 诉 同 学 们 有 些 常 见 病 也 可 以 通
过 针 灸 、刮 痧 、艾 灸 等 中 医 药 疗 法
进行治疗，让同学们对中医药“简、
便、验、廉”的特色优势及治疗效果

有了基本了解，体验了中医药传统
技术的神奇功效。

下一步，新乡市凤泉区卫生健
康 委 将 继 续 大 力 推 进 中 医 药 传 承
发展，积极向青少年宣传普及中医
药文化知识，在青少年心中播下传
承传统文化的种子，增进青少年对
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和认同，
增强文化自信。

↑4月6日，在驻马店市第二人民医院物理治疗科，医务人员
为患者进行针灸治疗。该院在提高医疗质量的同时，先后开设了
物理治疗科、中西医结合科，并把中医药运用于失眠、多梦等疾病
的治疗中。同时，该院还将针灸疗法发扬光大，物理治疗科医务
人员每天接诊近60多人，通过针灸治疗为患者解除了病痛。

丁宏伟 黄 杰/摄

本报讯 （记 者 赵 忠 民 通
讯 员 贾 红 霞）4 月 6 日 下 午 ，商
丘市中医院“中医科普走基层”
大 型 巡 诊 送 健 康（第 三 站）暨

“中医药文化进校园”活动走进
商 丘 市 第 一 中 学 ，普 及 中 医 药
文 化 知 识 和 常 见 疾 病 防 治 知
识，倡导科学健康生活方式，并
进行义诊，送上了一份“健康大
餐”。

在 活 动 现 场 ，商 丘 市 中 医
院 针 灸 推 拿 科 主 任 徐 守 臣 围
绕 腰 椎 间 盘 突 出 症 开 展 了 健
康 讲 座 。 他 通 过 生 动 的 事 例 、
风 趣 的 语 言 ，为 大 家 讲 述 了 腰
椎 间 盘 突 出 症 的 发 病 原 因 、注
意 事 项 等 健 康 科 普 知 识 ，以 及
针 灸 治 疗 这 类 疾 病 的 优 势 和
针 灸 诊 疗 范 围 ，赢 得 了 阵 阵 掌
声。

讲 座 结 束 后 ，商 丘 市 中 医
院医务人员还为广大教职工现
场义诊。针灸科、妇产科、女子
肛 肠 科 、体 检 中 心 等 科 室 的 专
家现场为教职工开展了针灸治
疗，并解疑释惑，让教职工不出
校门就体验了针灸、推拿、按摩
等中医药特色技术。

“ 平 时 大 家 都 忙 着 教 学 工 作 ，很 容
易 忽 视 自 身 健 康 问 题 。 专 家 现 场 为 我
们 讲 解 健 康 知 识 ，解 答 各 种 问 题 ，这 种
形 式 特 别 好 。”一 位 老 师 接 受 针 灸 治 疗
后激动地说。

本报讯（记者乔晓娜 通讯员贾
恒 马德清）4 月 6 日上午，南召县“中
医药文化进校园”第二阶段活动开
启。此次活动由南召县卫生健康委
联合县教体局、县中医院和县中医药

发展服务中心，组织思源实验小学的
学生们走进县中医院。

此次活动以秉承张仲景医学精神
“崇尚中医、悬壶济世”为主题。学生
们一走进南召县中医院门诊大厅，就

被浓厚的中医药文化氛围吸引了。
大厅右侧是医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
论》，左侧是唐代药王孙思邈的《大医
精诚》，后侧是我国历朝历代的医学
大家。

在医院大厅里，讲解员生动地介
绍了张仲景一生勤求古训的故事，激
发学生对中医药文化的热情。

在中药房，中药师选取几味药食
同源的中药，讲解其性味及功效（如
左图），并介绍古代和现代药物称量
的不同方式及煎药方法。

在二楼康复科门诊及三楼治未病
中心，该中心主任李刚带领学生们观
摩学习，边操作边为同学们讲解针
灸、拔罐、牵引等器具的用法及操作
技巧。

南召县将持续开展“中医药文化
进校园”活动，帮助青少年提升健康
素养，养成健康的行为方式和生活习
惯，引导广大青少年正确认识中医
药，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民族自
信”，推动形成全社会“信中医、爱中
医、用中医”的浓厚氛围。

新乡市凤泉区卫生健康委

三门峡
本报讯 （记 者 刘 岩 通 讯 员 李 东

强）“扁鹊起死回生的故事就发生在三门
峡。大家身后不远处的那尊铜像就是扁
鹊的……”4 月 8 日，一位医务人员告诉身
边的孩子们。

仲春时节，三门峡黄河公园春意盎
然、花木争艳。4 月 8 日，80 多名三门峡日
报小记者走进园内的中医骨健康主题公
园，开展中医药文化游园活动。

“大家看，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大
家熟悉的牡丹。从牡丹根部剥下根皮，晒
干就是牡丹皮，气味芳香，味道微苦而且
涩。”三门峡武强中医院主管药师王硕向
身边的小记者们认真解说，“牡丹皮具有
清热凉血、活血化瘀的功效。这些小袋子
里装的就是牡丹皮，大家可以相互传递看
一看，闻一闻……”

沿着健康步道，大家识别中草药，聆
听中医药故事（如右图），学习诊脉常识，
对照针灸铜人找穴位，参观中医楹联文
化长廊，练习太极拳、八段锦、颈肩保健
操等。

在此期间，医务人员还不时穿插互动
问答、学习巩固、现场采访、成果展示等环
节，让孩子们乐在其中，中医药的“种子”
也悄然播下。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是优秀传
统文化的精髓。当天的中医药文化游园
活动将科学性、知识性、趣味性融为一体，
不仅丰富了孩子们的课外实践内容，还对
普及中医药知识、传承中医药文化起到了
积极的促进作用。


